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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嘱托争出彩

核心提示

连日来，建安区五女店镇冶庄
村曾经的贫困户张保记、冶新平等
人辛勤地忙碌着。

他们有的在村里的花卉种植
基地上班，有的在村里的社区工
厂打工。尽管有些累，但能够赚
钱养家，他们感到很踏实、很幸
福，纷纷感叹自己的好日子正从
这里启航。

□ 记者李嘉王志鹏

□ 记者李嘉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指出：“各地区
各部门要总结脱贫攻坚经验，发挥脱
贫攻坚体制机制作用，接续推进巩固
拓展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保持脱贫攻坚政策总体稳定，多措并
举巩固脱贫成果。要激发贫困地区贫
困人口内生动力，激励有劳动能力的
低收入人口勤劳致富，向着逐步实现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继续前进。”

冶庄村的发展得益于基层党组织
的引领作用，得益于党员干部良好的
示范带头作用，得益于脱贫观念的转
变，得益于村民追求美好生活的干劲
儿。

为优化村集体产业扶贫收益部分
的科学分配，冶庄村扶贫干部积极探
索“三定三评两公开”工作模式。为贫
困群众量身打造就业岗位，让贫困群
众尤其是弱劳动力能干活儿、想干活
儿，并且可以干好活儿。每个月的“四
讲三说一家亲”交流会，多方位的评议
督促贫困群众履行岗位职责，良好的
评价增强贫困群众勤劳致富的信心。

在采访时，记者发现，从交通不
便、一穷二白的贫困村，蜕变成为如今
的美丽乡村，冶庄村的村民心怀感恩，
感谢党的扶贫政策，感谢扶贫干部的
倾情付出。他们将感恩之心化作致富
动力，描绘出属于自己的美好明天。

建安区五女店镇冶庄村

特色产业铺就群众幸福路

十一刚过，冶庄村东头的花卉种植
基地内，各种花卉绿意盎然，一眼望不
到头。路旁，一株 2 米多高的白皮松被
吊车吊上大车。大车将沿着平整的村
路驶进鄢陵花卉市场。

望着吊车上这棵自己刚刚挖出的
白皮松，村民张保记擦了擦额头上的汗
水，呼出一口气，寻找下一个目标。

“在家门口就能做工，工资日结，
这是以前从不敢想的好事情。”今年 60
岁的张保记是贫困户，老伴儿去世，两
个女儿嫁到外地。独居的他无法外出
务 工 ，只 能 在 家 种 田 ，日 子 过 得 很 拮
据。

2018 年，冶庄村从 3200 亩土地中
流 转 出 2000 亩 土 地 引 进 花 卉 种 植 产
业，张保记的苦日子迎来了转机。当
年，张保记成了花卉种植基地的固定散
工。每逢花卉需要移盆时，他就和村民
到基地务工。

“这活儿上手快，平时就除除草，移
盆时挖树球。3 到 5 月份是高峰期，我

在这里干一天活儿，最多的时候能挣
300元。”干活儿间隙，张保记笑着说。

“我们村位于建安区与鄢陵县交界
处，以前交通不便。路修好以后，不少
花木商看中了这片土地，纷纷来投资。
2000 亩土地的承包价格达到每亩 1200
元钱。”冶庄村党支部书记张群才说，村
民在外打工，家里的地不用打理就有收
益，“像俺村常年在外打工的张军德夫
妇，儿子当兵，家中 6 亩地流转出去，每
年能拿 7200 元钱。这样的例子在俺村
比比皆是。”

“除了这 2000 亩流转土地以外，我
们 村 西 边 还 建 有 6000 平 方 米 花 卉 大
棚。”张群才说，花卉大棚采用“公司+
村集体经济+贫困户”的模式，由大规
模花木公司托管经营，吸收贫困群众
及村民务工，让他们学习花木管理技
术。公司每年保底为村集体创收 6 万
元，其中 4.6 万元通过“三定三评两公
开”的管理模式，用于贫困群众增收工
作。

距离冶庄村村委会不远处有一家
面积 300 平方米的社区工厂，亚博尔服
饰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就设在这里。

张群才介绍，这家社区工厂今年 2
月底正式投入运营，经营者投资 30 万
元，建设 2 条缝制生产线，年生产服装
成品 15 万件，能安排 50 人就业，年产值
在 80万元以上。

今年 23 岁的冶新平坐在一台缝纫
机前，熟练地给一件黑色的大衣装拉
链。她是村里的建档立卡贫困户，患有
先天性心脏病。其父母文化程度不高，
在家务农。她的弟弟、妹妹只有 10 多
岁，一家 5 口人守着几亩地生活，日子
过得贫苦。

社区工厂招工时，考虑到冶新平的
情况，优先录取了她。“厂里给我安排的
活儿不重，主要工作是核算工资和管理

后勤，订单多的时候也会帮忙做衣服，
很轻松。厂里的贫困户可以根据自己
的实际情况灵活安排上下班时间，方便
照顾家里。”冶新平说，现在不出村就能
挣钱，比外出打工强太多了。“我在这儿
上班，第一个月就拿到了 3800 多元工
资，家里人都为我高兴。”

“工厂的老板叫冶新跃，在外面打
拼多年，精通服装加工技术，办有服装
加工厂，生意不错。2019 年，他积极响
应扶贫号召回乡办厂。”建安区教师进
修学校驻冶庄村第一书记张博说，目
前，社区工厂已安排人员 35名。

作为帮扶脱贫企业，社区工厂优先
招收安置贫困人员，目前有贫困户 6 人
被安排在了合适的岗位，并根据个人情
况制定相应的工资标准，确保贫困户月
平均工资在 1800 元以上。

冶庄村党群服务中心一楼有个会
议室。每月上旬，这里至少召开一次
贫困群众“四讲三说一家亲”交流会。
大伙儿会对自己岗位履职情况进行自
评，互相鼓劲，同时相互提醒生活和工
作中存在的不足。

“交流会每次开都很热烈。大家
介绍各自最近的情况，向做得好的学
习。而且大家渐渐有了一种‘攀比’心
态，希望自己做得更好。”张博说，通过
多次召开交流会，挖出了群众思想贫
困的病根，提振了精气神，形成了勤劳
改变生活的思想，引导群众树立信心、
看到希望，变“要我富”为“我要富”，变

“拉着走”为“自己跑”。
贫困户赵雪梅只要有空就参加交

流会，除了积极参加讨论外，还把每个
月的工资收入情况用微信发给张博。
张博的手机显示：9 月份，赵雪梅的工
资为 4100 元。“虽然是一个弱女子，可
她乐观向上有爱心、踏实肯干有毅力，
坚强地撑起这个家，令人肃然起敬。”

张博这样评价赵雪梅。
赵雪梅今年 38 岁。2007 年，她的

丈夫张德强患了肝硬化，不能再干重
活儿，治病花了 30 多万元，每个月吃药
需 要 近 2000 元 。 她 家 因 此 成 了 贫 困
户。另外，家中有老人和年幼的孩子
需要照顾，生活的重担一下子落在了
赵雪梅一个人肩上。

扶贫工作开展以后，镇里给赵雪
梅安排了社保所的公益岗位，她的丈
夫张德强在村里有了公益岗位，两个
人有了固定收入。伺候公婆、操持家
务、照顾丈夫、养育子女，“连轴转”的
赵雪梅受到群众一致好评。2019 年，
赵雪梅在扶贫干部的帮助和自身努力
下，成为一家化工厂的员工，收入大幅
增长。

“如今，我家土地有租金，家人住
院有医保，孩子上学有教育补贴，一家
人感觉生活有了奔头，我要干出个样
子。”赵雪梅说，参加过多次交流会后，
她对幸福的生活更有信心了。

■ 记者手记

感恩之心化作致富的动力

从“要我富”到“我要富”

致富路上的“加油站”建在家门口

花开“富”民助增收

冶庄村党支部书记张群才介绍村里的花卉种植基地。记者 李嘉摄


